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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萧红：《小城三月》

作者| 萧红 赏析| 凌岚

【编者寄语】

萧红的作品常以女性的敏感细腻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抒写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
小说《小城三月》以其直率自然的语言，散文化的笔调勾勒出清晰的人物形象；像回顾往事般
地，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向往与追求爱情、自由的故事娓娓道来，将一个极其普通的爱情故
事渲染得凄凉哀婉。小说以细腻婉转的小儿女情态呈现出微妙而善感的心灵世界，在温馨之中
浸润着丝丝缕缕的哀伤和愁怨。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
人。”但其小说又清清楚楚的告诉读者，其实痛苦和不幸并不非源于“是一个女人”。穿过几
十年的时光，小城三月的故事仍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与反思。

【文本研读】

小城三月(节选)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像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
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
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
欣幸地钻出了土皮。（抓住典型事物——草，描写春天。

以儿童视角进行细腻观察，鲜活的描写使作品富有童趣童

真，也给读者代入感。）放牛的孩子,在掀起了墙脚下面的
瓦片时,找到了一片草芽子,孩子们到家里告诉妈妈,说：“今
天草芽出土了！”妈妈惊喜地说：“那一定是向阳的地方！”
抢根菜的白色的圆石似的籽儿在地上滚着,野孩子一升一斗
地在拾。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
地地飞,像棉花似的。人们出门都是用手捉着,杨花挂着他
了。（语言简明，亲切自然，营造了具有童话氛围的场景。）

河冰发了,冰块顶着冰块,苦闷地又奔放地向下流。（拟

人化的描写增加了情趣）乌鸦站在冰块上寻觅小鱼吃,或者
是还在冬眠的青蛙。

开头扣题“小城三月”，抓住

三月的特点，从“草”“树”

等景物细腻描写春天景象，散

发着暖融融的气息；拾菜籽的

“野孩子”，捉杨花的人们，

羊，乌鸦又使画面生机勃勃。

这些描写也体现着“小女孩”

的叙述视角和叙述腔调。

天气突然地热起来,说是“二八月,小阳春”,自然冷天气
还是要来的,但是这几天可热了。春天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
头走到那头……

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树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
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特写杨花，比喻贴切

又新奇，渲染出春光之盛。以景衬情，情景相融。）春来
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
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
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由春天的景色写到春天的

人。对春天的描写烘托了翠姨的美好形象和对爱情的美好

向往，“呼唤”“蛊惑”为下文写翠姨恋爱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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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
但我这个姨,她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

女儿。她与我的继母也没有血缘关系了,因为我这个外祖母
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的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
的原来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翠姨还有一个妹妹,她的
妹妹小她两岁,大概是十七八岁,那么翠姨也就是十八九岁
了。

春天是恋爱的季节，翠姨对堂

哥哥的爱恋既自然而然，又不

同凡俗。因为在封建包办婚姻

主导的社会，一切自由恋爱都

是不被认可的。恋爱的开端为

结局埋下了伏笔。

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
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
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
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地捏着。（以儿童的细心观察

发现翠姨的与众不同，透露出翠姨的个性特征。）

假若有人在她的背后招呼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她
就会停下,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
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地闭合着嘴
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抓住细节

描写人物。动作神情的点点滴滴展现出人物端庄沉静的美

好形象。）

那时候都流行穿绒绳鞋,翠姨的妹妹就赶快地买了穿
上。因为她那个人很粗心大意,好坏她不管,只是人家有她也
有,别人是人穿衣裳,而翠姨的妹妹就好像被衣服所穿了似
的,芜芜杂杂。但永远合乎着应有尽有的原则。

翠姨,她没有买,她犹疑了好久,不管什么新样的东西到
了,她总不是很快地就去买了来,也许她心里边早已经喜欢
了,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对似的,好像她都不接受。她必得等
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
（以妹妹的急躁反衬翠姨的犹豫,妹妹的粗心大意反衬翠

姨的心思细腻。姐妹间的对比更凸显出翠姨的特点。）

这一天,我们去了店铺,一问没有。又去了几家小铺子。
小铺子里有三、四双,非小即大,而且颜色都不好看。翠姨有
意要买,我就觉得奇怪,原来就不十分喜欢,既然没有好的,又
为什么要买呢？让我说着,没有买成回家去了。

过了两天,我把买鞋子这件事情早就忘了。
翠姨忽然提议要去买。（通过买鞋事件展现人物性格。

事情虽小，但在翠姨那里却一波三折：好像不接受——稍

稍动了心——不中意，没买成——再次提议去买。）

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了,不
过她没有说出来就是,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
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
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

由买鞋事件联系到前文所说的

恋爱的秘密，主线似断实连，

买鞋波折似有影射，翠姨性格

可见端倪。

在外边飞着满天的大雪,我和翠姨坐着马车去买绒绳
鞋。

我们身上围着皮褥子,赶车的车夫高高地坐在车夫台
上,摇晃着身子唱着沙哑的山歌：

“喝咧咧……”耳边的风呜呜地啸着；从天上倾下来
的大雪迷乱了我们的眼睛,远远的天隐在云雾里。（对去买

绒绳鞋路上的环境描写散发着富有童真的兴奋与欢愉。）

我默默地祝福翠姨快快买到可爱的绒绳鞋,我从心里愿意她
得救……（“得救”一词侧面写出了在“我”眼中翠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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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的纠结和挣扎，不动声色中塑造人物形象，也流露出

“我”的感情态度。）

市中心远远的朦朦胧胧地站着,行人很少，全街静悄无
声。我们一家挨一家地问着,我比她更急切,我想赶快买到吧,
我小心地盘问着那些店员们,我从来不放弃一个细微的机
会,我鼓励翠姨,没有忘记一家。使她都有点儿诧异,我为什么
忽然这样热心起来,但是我完全不管她的猜疑,我不顾一切
地想在这小城里,找出一双绒绳鞋来。（更进一步详细描写

我陪翠姨去买鞋。“满天的大雪”“风呜呜地啸着”“全

街静悄无声”，通过环境渲染氛围，“我”的热心和努力

更凸显出结局的失落。）

我们的马车,因为载着翠姨的愿望,在街上奔驰得特别
的清醒,又特别的快。

雪下的更大了,街上什么人都没有了,只有我们两个人,
催着车夫,跑来跑去。一直到天都很晚了,鞋子没有买到。翠
姨深深地看到我的眼里说：“我的命,不会好的。”我很想
装出大人的样子,来安慰她,但是没有等到找出什么适当的
话来,泪便流出来了。（因没有买到鞋子而慨叹命运不济，

显示了翠姨的感伤气质，也看出她对自我力量的否定和放

弃。叙述中富有童真的感情，体现一个小女孩的视角。）

（《小城三月》讲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对爱情、
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的故事。本文节选自开头第一章。
从节选情节看，翠姨对爱情的追求会是什么结局，你能推
测一下吗？）

【知识建构】

叙述的腔调
叙述腔调是指叙述者流露出的感情色彩、年龄、性别、身份等个性特征，他或多或少带有

作者的影子和烙印，与小说或作者的风格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腔调即风格。比如说海明威
内敛深沉，鲁迅深刻幽默。我国当代作家莫言说，“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
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等全部因素，所营造
出的那种独特的氛围。”

叙述腔调能够让作者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话语环境，让整个故事情节、人物发展随着腔调定
下的逻辑往下走，有利于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等等。比如鲁迅的《故乡》开头“时候既然是深
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
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样的开头不可
能有“我”与闰土一起愉快地重拾少年情谊的情节，不可能有《边城》中翠翠那样纯真烂漫的
小女孩。

《小城三月》的叙述腔调表现为：以少女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把春天描绘得鲜活生动，富
有童趣；以亲友的身份“讲述”翠姨的故事，对翠姨充满着理解同情与哀悯；“我从心里愿意
她得救”“我很想装出大人的样子,来安慰她,但是没有等到找出什么适当的话来,泪便流出来了”
等叙述符合叙述者的身份，流露出叙述者的情感。其特有的腔调也使小说在细腻的描写中极具
感染力。
【试题解析】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鲁迅先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而这篇小说写翠姨却是以
动作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沉静美好的形象。
B.小说中翠姨的妹妹是个陪衬人物,她的急躁恰好反衬翠姨的犹豫,她的粗心大意反衬翠姨的心
思细腻。姐妹间的对比,更突显出翠姨这个人物形象。
C.翠姨对“不十分喜欢”的绒绳鞋也“有意要买”,这是她的动摇与妥协；在受到“我”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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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后,她更坚定执着于自己的喜好,这也为后文买鞋未果的悲哀埋下了伏笔。
D.本文叙述了一件买鞋的小事,主人公翠姨却因没买到鞋而说自己“我的命,不会好的”,这说明
翠姨是一个被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可悲的旧式女子形象。
答案：D
解析：“被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可悲的旧式女子形象”错误，翠姨自幼丧父，寄人篱下，心里
脆弱、敏感而多愁善感。故选 D 项。
2.有人评价萧红小说的语言“有童真”“独具诗意”。小说开头四段写景的语言很有特点。请
找出三处景物描写进行赏析。
答案：①“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
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动词运用鲜活生动，富有童趣。②“蒲公英发芽了，羊咩
咩的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富有意蕴，
句式整齐，音律和谐，亲切自然，有诗的意境和语言韵味。③“河冰发了，冰块顶着冰块，苦
闷的又奔放的向下流”，拟人修辞，生动形象，蕴涵情愫。④“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
树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比喻贴切又新奇，以景衬情，
情景相融。
解析：语言的赏析可以从修辞、句式、词语运用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指出句子运用的修辞手法，
然后结合具体内容分析是如何运用该修辞手法的，最后指出其表达效果，或者表达什么情感。
句式上，考虑整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的使用等。词语运用上应关注动词、形容词的使用，语
言韵律的和谐等因素。本题要求任选三处，选择时要从不同角度选择和赏析。
3.请简析这篇小说叙述翠姨故事的突出特点和表达效果。
答案：①以“我”的视角来叙事，使事件真实可信。②聚焦“买鞋”这样的生活琐事，没有激
烈的矛盾冲突，小说具有明显散文化特点。③景物描写与故事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具有诗意的
审美倾向。
解析：
本题考查小说叙述的特点，可以从叙述视角（或叙述人称）、主要情节、叙述特点几个角度思
考，每简析一个叙述特点就对应分析这个特点的表达效果。本小说的叙述具有鲜明的散文化特
点，这类小说情节散文化（或淡化情节），结构散化，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也少有冲突，
缺乏悬念，呈现给读者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做题时可以从第一人称“我”的使用、散
文化的故事叙述、开头景物描写具有诗意的语言风格等角度赏析。
【反馈检测】
1.小说多次写到天气，试结合文本分析其作用。
2.结合文本分析，小说中“我”有什么作用？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沧州市第三中学 凌岚）
【相关链接】

小城三月（节选）
萧红

翠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
翠姨十八九岁了，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

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那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
轻轻地捏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

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了，她就陪着我也住下的。每每从睡下了就谈，谈过了半夜。
翠姨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一种日本琴，她还会吹笛子。
我的堂哥钢琴弹得很好，吹箫吹得也好。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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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了，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故事。翠姨听了许多故事。
过了不久，翠姨就订婚了。她的未来的丈夫，我见过，人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

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
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什么人，她只当是哪里来了这样一位乡下的客人。
有一年冬天，刚过了年，翠姨就来到了我家。
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就正在我家里。他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

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长，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
物。翠姨一直在看堂哥。

翠姨对我哥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哥哥对翠姨就像对我们，也是完全的一样。不过哥哥讲
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我们留心些。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翠姨一听就得病
了。

但没有几天，她的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采办嫁妆去了。
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哥哥给介绍来的他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

风景绝佳，是洋人最多的地方。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
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
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让她先上，下车
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总算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
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
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

她说她要念书，她不想出嫁。
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的闷闷不乐。
翠姨越来越瘦了，堂哥去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了一番。而

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在这里年轻的男子，去拜访年轻的女子，是不可以的。哥哥回来也并不
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的忧郁，还是一样和大家打牌下棋。

她的婆婆听说她病，就要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这一种消息，翠姨听了
病就更加严重。婆家一听她病重，立刻要娶她。翠姨听了就只盼望赶快死，拼命的糟蹋自己的
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儿越好。

母亲记起了翠姨，叫哥哥去看翠姨。母亲拿了一些钱让哥哥给翠姨去，说是母亲送她在病
中随便买点什么吃的。男子是不好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

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
“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的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

了似的。哥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堂哥看了看翠姨，就退了出来，从
此再没有看见她。

……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接着杨花

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
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

姨的马车来。
(选自《小城三月》，有删改)


